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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人类住区持续发展 

    

 

导言  

  10.1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大发展，人口正不断流向城镇。城

市不但要继续提高现有居民的住房水平，还要满足新进入城市人口的居住要求。由于大量人口和物

资的流动，机动车数量倍增，交通问题已变成住区发展的突出矛盾。基础设施同样面对城市人口增

加、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压力。资源短缺是中国人类住区发展必须面对的又一挑战，由于技术水

平不高、利用不当，更增加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总用地的比例较大。约70%

的工业集中在城市，许多工厂与居民区混杂，成为影响城市住区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村乡镇企

业占用耕地的问题也很严重。中国城乡居民住区还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  

  10.2人类住区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制定并实施促进人类住区持续发展的政策

法规、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动员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建设成规划布局合

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人类住

区。  

  10.3本章内容的提出，主要依据联合国的《21世纪议程》和有关决议、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规文件。人类住区的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环境等有

密切的关系，本章与其它章(第9、11、12、14、17、18、19章)的关系见各方案领域。  

  10.4本章设6个方案领域：  

  Ａ.城市化与人类住区管理；  

  Ｂ.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人类住区功能；  

  Ｃ.改善人类住区环境；  

  Ｄ.向所有人提供适当住房；  

  Ｅ.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Ｆ.建筑节能和提高住区能源利用效率。  

  方案领域  

  Ａ.城市化与人类住区管理  

  行动依据  

  10.5城镇人口，尤其是大中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是影响人类住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950年

全国城镇人口5800万人，1990年城镇人口2.14亿，增加4倍。近十年年均人口增长0.53％，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城市流动人口已达6000万，今后流动人口将会大幅度增长，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居

住问题也是人类住区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0.6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数量剧增。1980年全国设市城市为223个，1990年增至467个，增长一

倍。十年中，大城市由45个增至59个，中等城市由70个增至119个；小城市由108个增至289个；建

制镇由2874个增至12084个。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农村也呈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加速的势

头，目前居住在农村的８亿多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剩余劳动力及部分人口将迁移到城

市。  

  10.7人类住区的规划和居住用地管理是人类住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城市中居住和设

施用地紧张，而且规划利用不合理。城市人均用地67.5平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81%，其中工业用

地占26.4％，乡村中乡镇企业和居住占用大量的耕地，构成对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  

  目标  

  10.8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大



力发展小城镇。到2000年，使城市数发展到600座左右；镇的数量发展到15000个左右。城市非农业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约为25％，加强城市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  

  10.9修订深化区域和现有城市的总体规划，普遍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镇规划。要保证城市

和乡村居民的居住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组织城乡综合开发与建设。  

  行动  

  10.10管理行动：  

  (a)改善城市常住人口管理，形成由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参加的新的管理方式，让全体居民都

参与社区管理；同时，要健全管理体制，制定管理办法和调查统计办法等；  

  (b)加强对设立建制镇和设市的管理，坚持合理标准，保证市镇质量；  

  (c)加快完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加强监督、实施与管理，全面实行建设用地规划和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制度；  

  (d)建立城乡居住用地计划制度：根据居住和人口发展动态制定居住用地计划和改建计划。  

  10.11科技行动：  

  (a)建立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包括土地利用、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等)；用现代技术手段储存

和使用城市各类信息数据资料，并用于城镇规划领域；  

  (b)进一步开展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c)开展城市和村镇规划理论、规划方法和规划技术研究。  

  10.12示范工程建设：  

  建立村镇规划建设试点。国家、省、市、县按不同层次，抓好村镇建设试点，建成一批布局合

理、设施配套齐全、合理利用土地的居住用地典型，并在全国推广。  

  10.13能力建设：  

  (a)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社区管理人员等进行管理培训，交流学习国内外先进管理方法；  

  (b)对区域、城市、村镇规划人员、科技人员进行规划理论、规划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

术培训；  

  (c)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开展社区管理、自我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普及，以增强全民参与的意识

和能力。  

  10.14在进行社区管理和住区规划等方面进行国际间的咨询、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

等合作。  

  Ｂ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人类住区功能  

  行动依据  

  10.15人类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善人类住区功能的必要条件。中国的人类住区基础设施薄

弱，投资缺口大，它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10.16中国目前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吨以上，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

个。供水设施不足。  

  10.17农村自来水受益人口仅2.1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23.3％，有一半人口饮用不合标准的

水。农村实行的改水已使71.8％的农村人口受益，但在农村尚有3000万人口得不到饮水保障。  

  10.18自1949年以来，城市工业总产值和污废水排放量分别增长了30倍和25倍，但同期城市公

共下水道总长度仅增长7.7倍。城市建成区的公共下水道普及率仅为61.5％。由于排水设施能力严

重不足，80%以上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就排入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并危及城市饮用水源和居民健

康。在全国的小城镇和广大的乡村的居住区还没有排水设施，严重影响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10.19目前全国的城市燃气普及率为51％，半数居民仍用燃煤；农村中大部分居民仍用作物秸

杆和草木等作取暖和炊事用能。  

  10.20城市居民供热采暖的集中供热率很低，分散的小锅炉和家庭燃煤取暖，造成能源的浪费

和空气的严重污染。  

  10.21人类住区发展所必需的邮电通讯、供电等设施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参见

第12章)。  

  10.22中国城市人口多、交通工具多种多样、路况差、管理水平低、管理技术落后，造成堵塞

和不安全因素，目前大城市交通的时速仅为15公里左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制约城市经

济、社会的发展。城市间的交通和广大农村的交通问题，参见其它章节。  

  目标  

  10.23要使给水排水设施建设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需要相适应。供水方面以提高自来水普及

率为主要目标，到2000年，城市供水普及率达到95％左右，人均日生活用水量约200升，同时，用



经济等手段节约用水；到2000年，城市排水管道服务面积普及率达70％左右，到2025年排水管道服

务面积普及率达85％以上。农村自来水受益人口3.17亿，占农村人口的33.4%。  

  10.24到2000年，大幅度提高城市燃气普及率；在农村大力发展利用沼气、太阳能等能源。到

2000年城市居民采暖的集中供热面积占总供热面积的40％左右，多数城市基本上取消家庭燃煤取

暖。在部分城市中向居民供应热水。  

  10.25城市交通的近中期目标：建成和城市交通量基本相适应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在客流量

大的交通走廊，规划建设大容量的快速轨道交通和地铁客运交通。发展多种形式的城市客运交通工

具。远期目标是发展快速、准时、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城市交通网络，使城市居民在大城市一次出

行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中等城市不超过40分钟，大中城市路网密度达10公里(主次干道及支

路)。将城市道路交通网络逐步建成多层次，多平面的立体化交通。  

  10.26完善城乡邮电、通讯、金融、医疗、卫生、体育、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商业网点、信

息服务、社会福利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社会经济功能。  

  行动  

  10.27管理行动：  

  (a)在给排水设施建设方面，加强给排水的行业管理和协调，建立统一和协调的管理监督机

制，健全给排水法规，实行依法管水；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加强节约用水，对城市用水单位

实行用水考核制度。按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原则，对城市原有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和

新区管网系统建设，加强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改水工作，增加供水能力和提

高供水质量；  

  (b)大力发展城市煤制气、石油气的工业和输配设施建设，大力开发用于民用的天然气，在农

村大力发展和推广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和新型节能省柴灶。  

  (c)完善城市现有道路系统，建设城市新路和立交桥、城市静态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区域控制

系统、城市客货枢纽站、城市快速轻轨交通和地铁交通，完善客车车型改进等；  

  (d)努力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效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提高运行保证率。  

  10.28科技行动：  

  (a)开展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持续发展的研究，为城市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规划、设

计、管理的理论与模式；  

  (b)依托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重大技术进行攻关和工程化研究，建立示范

工程，研制开发新型水工业产品。开展供排水技术信息活动和动态管理，建立相关的信息资料

库；  

  (c)研究开发煤制气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制煤气、天然气等燃气的输配方式和设备，开发

农村的沼气制取设备和新型节能灶具；  

  (d)研究集中供热及热电联产技术，研制供热管网的保温材料和提高热源输配管网热效率技

术；  

  (e)在城市交通方面，研究城市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技术，研究新型的城市交通工具和交通规划

体系。建立国家级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开展道路交通建设技术、控制技术、管理技术的综合研究和

设备研制。建设进行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城市信息数据库。  

  10.29示范工程建设：  

  (a)开展节约工业用水，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改善居民供水条件的示范工程建设，选择

重点行业或选择严重缺水城市进行节水技术综合示范；  

  (b)开展分散供热锅炉进行联网供热的示范工程建设，提高供热效率；  

  (c)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交通规划，发展新型交通模式的示范试点工作；  

  (d)开展城市功能小区综合开发与建设示范工程建设；开展乡镇现代化规划与建设示范工程建

设。  

  10.30能力建设：  

  (a)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基础设施综合规划和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组织管理和具

体实施的能力；  

  (b)通过国家、部门建立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举办技术培训班，推广各类基础设施技术和设备

并培训专业人员。  

  10.31国际合作：  

  在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方面，就研究开发、示范工程建设和人员培训等与发达国

家或地区开展合作。  



  Ｃ改善人类住区环境  

  行动依据  

  10.32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废水、废

气、废渣不断增加，严重污染了环境，影响居民的健康。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仅16.2％(其中

由城市政府投资形成的污水处理率3.4％)，以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硫为主要特征的煤烟型污染依然严

重，城市固体废物不断增加，城市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呈上升趋势，许多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

较差。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重了乡村环境污染。  

  10.33城市交通工具--汽车的迅速增加，排放大量的有害废气，造成城市噪声，严重干扰居民

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居民健康，降低工作效率。  

  10.34城市公共绿地偏少，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仅19.2％，人均绿地面积仅3.9平方米，并经

常受到城市建设的挤占。  

  目标  

  10.35到2000年，由城市政府投资形成污水处理率争取达到25％，到2025年达到50％～60％。

企事业筹资形成的污水处理率将大幅度提高。广大的村镇采用适用的技术，进行污水处理。  

  10.36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和降低城市中工业噪声和交通噪声等。  

  10.37控制城市中煤烟型污染、汽车废气排放(见第18章)和工业废气污染。  

  10.38大力开展工业垃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的收集、处理与处置(见第19章)。  

  10.39大力发展城市绿化事业，到2000年，绿化覆盖率达到30％左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７平方米左右。  

  行动  

  10.40管理活动：  

  (a)根据中国国情制订城市污水综合、集中处理政策，实行排污收费、限期治理、污水处理设

施有偿使用制度，污水处理厂与氧化塘、土地处理系统相结合的原则；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贯彻远近

结合，分期实施的方针；污水处理与污水回用相结合，污水经适当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水体景

观、冲洗杂用和工业冷却水等；逐步建立供水、用水与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综合和协调管理体制；  

  (b)不断改善制订或修订城乡规划，使污染严重和噪声大的工业项目的选址远离市区或居民住

宅区；  

  (c)改进城市交通车辆和道路路况，加强交通管理和道路两侧隔噪声设施和绿化建设，降低噪

声。居住区临街建筑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以减少噪声的影响；建立生活噪声管理制度式法

规；  

  (d)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工作，保护城市绿地、实行“伐一补五”制度(伐一棵树林，补种五

棵)；保护古树名木；  

  (e)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定量考核工作。  

  10.41科技活动：  

  (a)对受污染水源的治理技术、高效节能水处理技术，污水强化自然净化技术、城市污水回用

等技术组织科技攻关，积极开发水工业产品、设备，并组织对成熟技术的推广工作；  

  (b)研究开发控制工业设备噪声和城市交通的减噪、隔噪的技术和设施；  

  (c)开展现代化城市住区环境建设研究，为住区环境建设提供政策、规划、设计、管理等科学

依据。  

  10.42选择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分别建立湖泊水污染治理、高效节能污水处理、城市污水回

用及污水自然处理示范工程。  

  10.43能力建设：  

  (a)对城乡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住区环境政策、规划、综合管理能力培训，使其胜任这方面工

作；  

  (b)对城市规划人员、科技人员进行专业训练，使在其工作中能贯彻改善人类住区环境的思

想；  

  (c)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持续发展的思想，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鼓励民众参与住区环境管

理活动，主动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相应的工作。  

  10.44与国际上有关的研究机构、企业和财团开展国际技贸合作，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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